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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平年的成就 

1 9 8 9 年 I 0 月 9 日 

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囯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 1 9 8 9年 6月 2 5日至 3 0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举行的探讨和平冥 

谛会议通过的《人类争取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贲任宣言》以及有关资料。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it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2 1的正式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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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性 备 忘 录 

哥斯达黎加是探讨和平真谛会议的东道国。会议从 1 9 8 9年 6月 2 5日至 

3 0日举行，与会者数百人，来自许多国^ 

与会者有研究此一日益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的知名人士，其间特别是哥斯黎 

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靳先生；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滕津'吉亚佐圣座；圣约瑟 

大主教罗曼‧阿列塔阁下——他宣读约翰‧保罗二世圣座的电报；和平大学理事会 

成员、前联合国负责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助理秘书长罗贝尔‧米勒尔先生；和平大 

学校长海梅‧萦塔尔沃先生；和平大学理事会主席罗獰里戈‧卡拉索先生。 

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专业训练的人决定聚首一堂，采取足以产生累 

积影响的行动，拟定协议，题为《人类争取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贲任宣言》。<ê言》 

经会议与会者热烈通ii» 

基本的前提原则是，所有男、女、肯年和儿童都对今代和后世负有贲任，要献 

身于加强和力求制定措施，保障与维护作为每一个人的固有权利的健全、安定的环 

哥澌达黎加政府欢迎此项《宣言》，现提交大会，作为下一决议草案的附件： 

《人类争取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贲任宣言》 

大会， 

注意到秘书长遵照1 9 8 7年1 0 月 2 8日关于国际和平年的成就的夠2/13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又注意到国际和平年的成就之一是各科学机构与学府宣扬和平的活动, 

1 .对召开探讨和平真谛会议表示满意; 

2.赞同本决议所附《人类争取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责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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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争取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责任宣言》 

序言部分 

考虑到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和《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 

望》z已经认识到战争和环境破坏的结果导致地球面临危险； 

jyai世界已经从各自为政的群体演变成相互依存和世界社会的启索阶段，这 

种过程反映了全球的关心问题、共同目标、共有理想；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面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 

可剝夺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考虑到人类家庭所有成员期望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所确认的个人和社会的 

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来发挥其最大潜力，是不可剝夺的人权； 

认识到,必须确保男女充分、平等参与有关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决策过程； 

"铭记蓍国际社会曾经宣布全 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国际社会也建 

议，各囯家和国际组织应当促进和平；， 

看到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人类具有基本权利生活在充满尊严与孝福的环境当中;' 

~~"1 9 8 7年 I 2月 1 I B大会第42/187号决议予以接受。 

' 1 9 8 7年 I 2月 1 1日大会第42/186号决议予以通过。 

' 1 9 8 6年1 2月 4 B大会第41/128号决仏 

* 《 人 民 享 有 和 平 宣 言 》 ， I 9 8 4年1 I 月 1 2日大会第39/11号决议。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 1 9 7 8年 1 2月 1 5日大会 

第3 3/73号决il^ 

' 联合囯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斯德哥尔摩宣言》），I 9 7 2 年 6 月 I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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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能动关系日益失衡导致危险； 

考虑到大会曾经M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 

觉察到这些权利的实现属于个人和国家的责任;8 

对于人类社会迄今作出的努力并不足以使这些权利受到充分承认，表示关切; 

考虑到联合国曾经强调,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而经由人类的行动，又强调， 

持续发展和环境养护所受到的威胁源自人类形形色色、但互相交织的行为方式；" 

铭大会已经决定，为了确保自然系统的生存，人人生活富足，人类活动应 

当转向持续发展； " 

考虑到当今一代身处何去何从的境地,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与作出决定，眼前负 

有自己发展与后代生存的责任，以期他们可以在廣应自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建设正 

义、和平的单一世界； 

因此，，迫切需要提高觉悟，以期了觯生活方式的统一性和特点各异性，同 

时知道要加强人类的贵任感和转变人类的思想、懕觉、行为； 

' I 9 8 2 年 I 2 月 I 8 日 大 会 第 3 7 / 1 9 9号决仏 

‧ 见《世界自然宪窣》，1 9 8 2年 1 0月 2 8日大会第 3 7 / 7号决议，以及 

I 9 8 3年1 2月 1 6日大会第 3 8/ 12 4号决仏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 1 9 7 8年 1 2月 1 5日大会 

第33/73号决i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序言邵分第1段。 

，° 1 9 8 2 年 1 0 月 2 8 日 大 会 第 3 7 / 7 号 决 议 ; 1 9 8 7 年 1 2 月 1 I日大 

会第4 2 / 1 8 6号决议和1 9 8 7年 1 2月 1 1B大会第4 2 / 1 8 7号决 

" 1 9 8 7 年 I 2 月 i I日大会第 4 2 / 1 8 6号决议和1 9 8 7年 I 2月 1 1 

日大会第4 2 / 1 8 7号决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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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本《宣言》可以有助于这种转变，也可以启发个人家庭、社区以及国 

家、国际各级付渚实际运用； 

基于上述考虑，哥斯达黎加政府提出本《人类争取和平与持续发展的责任宣言》, 

供大家深思和协商。 

笫一章世界大同 

第1条世上万事万物均为相互依存的宇宙的一部分。一切生物相互赖以生 

存，并取得安宁和发展. 

第2条人类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和人类文明均赖以建立. 

第3条地球上的生命丰富、多彩多姿。大自然不间断地运作，提供永不匮 

乏的能量、空气、清水和营养，使一切生物得以生存。地球上每一种生命形式都 

是独一无二、不可或鈇的，因此必须虔诚保护，而不只以其对人类的表面价值为取 

舍. 

第二章人类家庭的和谐 

第4条人人均为人类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相互依赖借以生存，并谋求幸 

福发展。每一个人均为生命的一种表象，对地球上的生命均有不同的功用。每 

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 

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地位或任何其他社会情况等任何区别。 

笫5条人人都有相同的基本需要和相同的基本愿望有待满足。人人都有求 

发展的权利，其目的在于促使个人发挥最大的潜力。 

笫三章人类的抉择和宇宙的责任 

第6条在人类所涉的关系中，必然存在责任问题。以认知的、独立的、独 

特的和个别的方式采取负责的行动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创造素质。除了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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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设定的范围和深度之外，他人无法设定这种范围和深度。人类愈是参与投 

入活动，就愈会成长，取得力量。 

笫7条在所有生物中，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有意识地决定他们是否在保 

护或伤害地球上的生活的素质和条件，人类念及他们属于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在 

自然演进的过程中占有特别的地位，根据人类大公无氣热情至爱的精神,能产生 

一种对全世界都负有贲任的胸怀，保护自然，以最大的潜力推动变化，创造出使他 

们能达到最高心灵和物质安宁的境界。 

第8条在目前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人类面临极为重要的抉择.当人类汲汲 

努力，致力于社会进步之时，却时常忘却人类在自然世界和不可分割的家庭中所担 

当的固有作用，以及忘却满足健康生活的各项基本需要。过分浪费、糟踏环境和 

人类的杀伐已将地球的自然演化推向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关键阶段。考虑到这些问 

题，人人都能认清他们的贲任，调整他们的行为，致力于和平和持续发展， 

第四章调整方向致力于和平和持续发展 

第9条由于一切生命的形式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并且人人都有发展 

的权利，以及和平和暴力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因此从人类的心灵也能发展出以和 

平的方式行动和思维的贵任感.通过对和平的认识，人人都将了解拥有安宁和取得 

发展需要何种条件。 

第10条认识到对家庭和人类居住的环境的贲任，并了解到需要以和平的方 

式行动和思维,人类有义务按照人类固有权利获得尊重和遵行的方式采取行动，并 

有义务以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方式使用资源。 

笫1 1条当人类家庭的成员认识到他们必须为自身和今世后代负责，保护 

地球，担当自然世界的卫士和长期发展的赞助者时，他们将以理性行动，确保生命 

得以持续。 



A/44/626 
Chinese 
Page 7 

第1 2条人类在设立、参与或代表公私社会个体、集社和体制时都有持续的 

责任，此外，所有这些实体都有贲任助长和平和使和平持续，并将其纳入实际工 

作和教育目标中。这些目标包括培养认识人类相互之间和与自然之间，存的关系 

和符合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态度和行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普遍责任， 

让我们忠实承担我们的责任. 




